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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 Analysis on Domestic Research Progress of Circle of Everyday Activities
当前国内生活圈研究进展的可视化分析*

白淑军   邸  东   运迎霞   宋  彦    BAI Shujun, DI Dong, YUN Yingxia, SONG Yan

构建生活圈是应对新时代转型发展和全面提升人民生活质量的必然要求和有效途径，也是重要的国家政策指引。2010

年后，生活圈的相关研究成为热点并呈凸升态势，选取2010—2022年为研究的主要时间周期，CiteSpace作为研究工具，

从研究学者与机构、研究关键词、研究热点3个方面对当前国内生活圈的研究进展进行可视化分析。一是分析不同研究

学者与机构的贡献程度及彼此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二是对研究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得出其主要特点；通过对演进时

间视域图的分析，发现研究关键词以2016年为转折点，发生了明显变化。三是对研究热点进行时间维度的突现演进和聚

类分析，得出自2010年至今生活圈研究热点的演进脉络可分为为解决城市病提供新视角、为建设人本社区提供新策略和

为社区更新提供新方向3个阶段；研究热点的聚类特征可归纳为研究对象、研究空间尺度、研究背景与方法。最后在总结

的基础上，提出未来生活圈研究应注意研究的精细化、人群的聚焦化和研究的时代化。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ircle of everyday activities is an effective way to cope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and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people's quality of life, as well as an important national policy guideline. Since 
2010, research on the circle of everyday activities has become a hot topic and is on the rise. This paper selects 2010-2022 as 
the main time period for research. CiteSpace is used as a tool to conduct visual analysis of current domestic research from 
three aspects: scholars and institutions, keywords, and hot spots. It aims to analyze the degree of contribution of different 
research scholars and institutions and whether there is any correlation between them. The co-occurrence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keywords has been performed to obtain its main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time horizon 
diagram,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 research keywords had obvious changes with 2016 as the turning point. Conducting 
emergent evolution and cluster analysis on research hotspots in the time dimension,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evolution of 
research hotspots from 2010 to the present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1) providing new perspectives for solving urban 
diseases, (2) providing new strategies for building humanistic communities, and (3) providing for community renewal. 
The clustering characteristics of research hotspots can be summarized as research objects, research spatial scale, research 
background and methods. Finally, on the basis of the summary, several key points that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future 
research are put forward, namely the refinement of research, the focus of crowd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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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生活圈是一个界定空间范围的词组，内

涵在于基于居民日常生活的空间范围来研究

城乡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与居民之间的互动协

调关系。在生活圈概念被明确提出之前，我国

就已开展了相关研究与实践。当前我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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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研究的兴起是新时代转型发展和全面提升

人民生活质量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重要的

政策指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内百

废待兴，建设了一批工人新村，公共服务设施

的配置以满足居民基本需求为主。在“一五”

计划初期，照搬前苏联的单元标准式住宅模

式，配有较为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后期结合

国情为工业区配套生活区，职住一体的单位

大院型综合居住区出现，公共服务设施有固

定的配套要求[1]。“二五”计划至1970年代末，

城市规划与建设工作一度陷入停滞，公共服

务设施的配套建设未取得明显进展[2]。改革开

放后，第三次城市工作会议强调规划工作和

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重要性，党的政策指引

和策略在生活圈的构建与完善中起到关键作

用[3]。1998年，随着我国住房市场化改革与货

币分房制度的出现，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的

研究出现新的变化并成为城市规划领域的研

究热点[4]。

2010年后，生活圈的相关研究成为热点

并呈凸升态势（见图1）。究其原因，首先是城

镇化进程的加快使得经济发展与居民生活需

求不适配的问题不断出现[5]；其次是城市运营

的细致化、社会发展的现代化和我国进入高

质量发展阶段，促使居民对提高生活水平和

质量的需求日益提升，对公共服务设施配置

的要求更加细致化、多样化、高标准化[6]。本文

主要基于CiteSpace分析工具平台，集文献计

量与内容分析于一体，以2010年为研究起点，

对当前国内生活圈相关研究进行可视化分

析，以期明晰其研究发展变化的特征与趋势，

为我国生活圈的构建与相关理论研究提供可

借鉴的思路与参考。

1 政策指引及数据来源与研究工具

1.1   当前我国生活圈构建的相关政策指引

2016年，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城

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中首次提

出“构建15分钟生活圈”的要求[7]。2017年，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将增进民生福祉

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要求推进基本公共服务

设施均等化，城市发展观必须从“以物为主”

转向“以人为本”[8]。2018年，新修编的《城

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首次提出以 15分

钟、10分钟和5分钟生活圈作为居住区规划设

计和设施配置标准的空间单元[9]。2021年6月，

自然资源部发布《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

确立社区生活圈规划的总体原则和要求，明确

了城镇社区生活圈和乡村社区生活圈的技术

指引。2021年12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

《完整居住社区建设指南》，明确提出以完善居

住社区配套设施为着力点，大力开展居住社区

建设补短板行动。

1.2   研究数据来源与研究工具

本文主要关注国内的研究进展，故以中

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作为数据

来源和检索平台，通过对我国生活圈发展实

践历程的系统梳理，可知相关研究自2010年

后呈显著增长态势。在生活圈概念被明确提

出之前，研究集中于对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

的研究，因而2010年之前（不包括2010年）

的检索词为“公共服务设施”，2010年后的

检索词为“生活圈”和“公共服务设施”，共

获得3 894份有效记录，其中2010年之前仅有

557份，故研究有效文献选择的时间节点为

2010年之后公开发表的文献，检索时间截止

于2022年5月31日。首先剔除与城乡规划领域

关联度不高的文献；其次进一步剔除报纸、会

议、期刊导读等理论性不强的文献，共剔除文

献2 492份；最后得到845份有效文献作为可

视化研究的数据来源（见图1）。

本文选取CiteSpace作为文献计量统计

与分析的可视化工具。CiteSpace是一款信

息可视化软件，是进行研究脉络、研究热点、趋

势和知识图谱分析的有效工具，通过对宏观文

献数据的处理，可将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融为

一体。通过可视化分析，可得出所选研究领域

的研究脉络、研究机构与学者、研究关键词、热

点与关键拐点等的共现图谱，可直观、科学地

得出各学科领域相关研究发展的前沿方向与

发展规律。本文主要从城乡规划学领域出发，

利用CiteSpace对生活圈相关研究提取出的

有效文献进行研究核心关键信息的解析，对文

献中的研究学者与机构、研究关键词、研究热

点进行聚类和共现，进而对关键词与热点进行

演进分析，得出未来发展趋势与研究需进一步

加强的方向。

2 研究学者与机构的计量分析

对CiteSpace的参数进行设置，输出研究

者计量分析，生成研究者及研究机构的共现图

谱，分析不同研究者、研究机构在“生活圈”

领域的贡献程度、影响程度，以及研究者、研究

机构间是否存在一致性。共现图谱可清晰地表

明不同研究者和机构的发文频次、被引频次，

发文成果量多且被引频次高的研究学者贡献

与影响大。

对研究学者进行共现图谱与计量统计分

析（见图2，表1）。在发文频次上，共现图谱中

均为发文频次为3以上的学者，清晰表明当前

我国生活圈研究的高产学者以北京大学柴彦

威、华东师范大学塔娜、同济大学金云峰等为

图1 2010年以来生活圈研究的文献数量与趋势
Fig.1  Number and trends of literature on circle of everyday activities since 2010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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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在被引频次上，北京大学柴彦威最高为

30次；华东师范大学塔娜的被引频次为12；同

济大学的金云峰、徐磊青、黄建中和清华大学

的刘佳燕，被引频次数值均为6。就发文时间

来看，北京大学柴彦威和华东师范大学塔娜的

研究起步较早，柴彦威在1996年就对兰州进

行了生活圈的划定研究。

对研究机构进行共现图谱与计量统计分

析，研究机构的力量主要集中在高校和科研

机构（见图3，表1）。在被引频次上，东南大学

建筑学院被引频次最多为13次，南京大学建

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被引频次为12次，研究者

金云峰、黄建中和徐磊青所在的同济大学建

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被引频次为9次，西南大学

园艺园林学院和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出

现6次。

就研究者与研究机构的合作进行分析，

以柴彦威和塔娜为代表的北京大学城市环境

学院和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合作研究

较早，出现11次。

3 研究关键词的共现与演进分析

3.1   研究关键词在图谱上的共现分析

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对研究领域内的高

频词汇信息进行了可视化的展示（见图4），

其中关键词的年轮越大说明其中心性越强，

毋庸置疑“生活圈”是出现频次最高的关

键词，其余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有“人

居环境”“社区”“居住区”“可达性”“以人为

本”“城市规划”“社区治理”“品质提升”“城

市更新”等。

对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进行进一步研究

与分析，发现3个明显特征：一是充分体现了

当前我国高质量发展阶段居民对美好生活的

诉求，对公共服务设施和完善的生活圈的迫

切需求，关注人居环境、可达性和生活品质。

二是充分证明和体现出“城市规划”“社区治

理”是解决生活圈问题和社区问题的有力抓

手，规划治理的公共政策属性和价值得到了

高度认知和充分肯定。三是“存量更新”关

键词的出现，说明了相关研究的科学性、时代

性以及“生活圈”的营建必须立足于当前我

国“存量更新”的背景，协同进行、协同完成。

3.2    研究关键词在时间维度上的演进分析

利用 CiteSpace对数据的处理，可得出

研究关键词演进的时间视域图，便于对不同

时间节点研究关键词的转换与演进规律进

行研究。可明显看出，在2010—2022年的研

究时间段内，以2016年为转折点，生活圈研

究领域关注的关键词发生了明显变化。考虑

研究的精准性和总体时限，将研究时间分成

2010—2015年与2016—2022年两个阶段分

别进行阐述（见图5），且采取1个自然年为时

间切片，可得出分年度研究关键词的共现图

谱变化图。

3.2.1    2010—2015年：以空间营造为主要切

入点的生活圈宏观研究与构建

对2010—2015年的分年度研究关键词

共现图谱进行研究（见图6），可看出该阶段

是以各级各类不同空间的营造作为生活圈构

建的主要切入点，侧重于对不同类型空间的

研究和实践，具体手法是以各类人居环境的

建设和治理为主，如公共空间、公园、居住区、

社区、人居环境、城市与乡村建设、社区建设

与治理等。行政层级上分为乡村、县城与城

市；空间属性上分为乡村社区和城市社区。该

阶段也注重基于对国外经验的研究借鉴来解

决生活圈营造的相关问题。从时间线上进行

图2 研究学者共现图谱
Fig.2  Co-occurrence map of researcher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3 研究机构共现图谱
Fig.3  Co-occurrence map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表1 研究作者和机构计量分析表格

Tab.1  Authors and institutional measurement analysis 
⡜䅞次㭞 ⡜䅞作䎀 ⪹㦛⢋㬗 ⡜䅞次㭞 ⡜䅞机构 ⪹㦛⢋㬗

30 ⥒䂆㶟，2010 0 13 Ⰼ㚰大学建䑟学院，2010 135
12 㰟㚩，2010 0 12 㚰㈊大学建䑟与城市规划学院，2010 70

6 ㆑䊧ⴆ，2018 81 11 北㈊大学城市与㈔学院、
⿋Ⰼ㬇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2010 0

6 㒖ゲ䂁，2019 1 9 同イ大学建䑟与城市规划学院，2010 43
6 㿍㎻㤁，2020 16 8 㹘㚰大学园䄶园林学院，2010 35
6 黄建中，2019 2 8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2012 0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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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Fig.4  Research keyword co-occurrence map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5 研究关键词演进的时间视域图
Fig.5  Time horizon diagram for studying keyword evolut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6 分年度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2010—2015年）
Fig.6  Research keyword co-occurrence map by year (2010-2015)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梳理，侧重从城市问题、人居环境建设的宏观

角度出发，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研究生活圈的

构建和体系划分[10]，以期通过层级划定来分

级建设生活圈，达到缩小城乡差距、公平提供

公共服务设施的目的[11]；继而从供给、优化和

老年人等多个角度出发进行生活圈的构建研

究，更关注于“以人为本”理念的植入和其

核心地位的凸显[12]。

3.2.2    2016—2022年：以空间更新与治理为

主的生活圈微观研究与营造

2016年，国家提出“构建15分钟生活

圈”的要求，各大城市借助不同层面的城市

更新与社区营建加强对生活圈的配置与完

善，相关研究也从以宏观研究和体系构建为

主转为微观研究与完善为主，开始从不同空

间层级更新角度研究生活圈的营造与优化策

略，如将社会公平与生活圈理念结合，研究

医疗机构服务水平空间差异性及配给公平

性[13]；借助GIS、POI、统计与分析等技术工

具与方法，对生活圈配置绩效进行测度，依

据测评结果对生活圈治理、规划编制与优化

进行引导[14-16]。更多地以新技术、新方法、大

数据以及各种算法进行技术助推[17]，如基于

GIS平台，对社区卫生服务设施和城市公园

绿地可达性和满意度进行分析，探索供需平

衡状态[18-19]；从构建供需匹配的生活圈体系

出发，划定15分钟生活圈并进行空间优化[20]；

研究生活圈视角下适老化住区步行空间体系

构建策略与机制[21]（见图7）。

4 研究热点的突现演进与聚类分析

4.1    研究热点在时间维度的突现演进

对2010—2022年生活圈研究热度最高

的关键词进行分析，得出研究热点演进时间

线图谱，可清楚看出研究热点及突现词汇被

持续关注的时间，其突现演变可分为3个阶段

（见图8）。

4.1.1    2010—2014年：生活圈为解决城市病

提供新视角

2010年，我国成功举办世界博览会，主题

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应对我国快速城镇

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城市问题和城市病，生活

圈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解决思路。日本和韩

国通过构建生活圈对缓解和解决城市病发挥

了明显作用[22]，如何发挥生活圈的作用使城市

生活更加美好、城市规划更加有效成为该阶段

讨论和研究的主要话题；而城市的整体和谐发

展，有赖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服务设施的

健全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的优化配置与配置效

率、成熟性及便捷性成为生活圈研究需要考虑

的重点问题。城市病包括城乡二元现象与差异

问题日益明显，因此，该阶段关于城乡统筹发

展、规划中的带动型村镇的层架划分和研究较

为多见[23]。

4.1.2    2015—2017年：生活圈为建设人本社

区提供新策略

2015年，我国成功申办2022年冬季奥林

匹克运动会，做出“设施、设备无障碍和信息、

服务无障碍”的申奥承诺，其根本出发点来

自于对特殊人群的关爱，核心在于“以人为

本”的价值理念对生活圈的配置与完善提出

了新要求、提供了新机遇。该阶段社区生活圈

的营建快速发展，以医疗设施和体育设施为

代表的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均等化、层级

化和多尺度成为生活圈研究的热点，如基于

居民行为需求特征对“30分钟体育生活圈”

的配置进行研究[24]。这一阶段的生活圈研究

与实践为以人为本的城市和社区营造提供了

新策略。

4.1.3    2018年至今：生活圈为社区更新提供

新方向

2018年之后，我国的城市发展由增量扩

张向存量提升转型，社区作为居民生活最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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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单元，其建成空间的质量是影响居民对城市

满意程度的重要因素[25]，社区更新成为城市更

新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活圈的合理构建成为社

区更新和营造的重要方向[26]。2019年发生的

全球公共卫生事件，使得城市规划重回现代城

市规划的起源，即规划如何应对城市卫生和健

康问题[27]；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防疫能力与建成

质量的提升成为社区生活圈更新和研究的新

课题[28]。同时，家庭核心化、人口老龄化导致的

传统居家养老服务的失衡，为社区更新中生活

圈养老服务设施的体系构建提供了新的视角，

即集家、社区、机构三者融合的系统性养老服

务设施的构建[29]，人本主义价值观使得社区更

新与生活圈营建的同步进行成为社区更新的

新方向[30]。

4.2   生活圈研究热点的聚类分析

利用CiteSpace软件设置参数，生成T-SNE

共现分析图谱（见图9），进一步对相关文献

数据进行处理，得出关键词共词聚类图谱（见

图10），对其进行结构关系分析，图中共显示

了14个主要聚类，聚类中的核心词汇在文献

中出现次数越多聚类序号越小，反之则序号越

大。除“生活圈”外，“社区规划”“可达性”“乡

村建设”是出现较多的3个词组，且3个词组

之间的关联性高，与“生活圈”的联系非常

紧密，“社区规划”对应于生活圈研究的主要

对象，“可达性”对应于生活圈研究的空间尺

度，“乡村建设”对应于生活圈研究的城乡统

筹背景。

4.2.1    研究主要对象：社区、公共服务设施

和人

从生活圈研究热点的时间演进分析可知

（见图8），最初生活圈研究集中于解决快速城

镇化带来的城市病，期望通过学习国外生活

圈的成功经验来缓解快速城镇化带来的各种

城市问题，尤其是解决超大城市因人口集聚

而产生的人口与公共服务设施匹配不均衡的

矛盾[31]。2016年国家提出“构建15分钟生活

圈”的要求，生活圈的研究对象明确为社区、

公共服务设施与居民3个方面，突出“以人为

本”的价值理念，但是并没有统一的构建依

据和标准。2018年发布的《城市居住区规

划设计标准》设定了不同层级生活圈落地的

规划设施与配建标准，解决了由传统居住区

规划向生活圈构建转变的理论指导实践的问

题[32]，全国各个城市开始根据自身发展水平

与特点尝试探索生活圈构建的技术指南或准

则，都集中在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与居民3个

方面进行探讨。

4.2.2    研究空间尺度：由区域到社区的梯级

变化

生活圈研究的空间尺度呈现出明显的由

大到小、由区域到社区的梯级变化特点，最初

研究的空间尺度较大，主要着眼于区域、市域

和县域层面的生活圈划定与构建。例如，期望

通过优质的交通规划实现珠三角地区优质生

活圈的打造，促进粤港澳地区的合作发展[33]；

图7 分年度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2016—2022年）
Fig.7  Research keyword co-occurrence map by year (2016-2022)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8 生活圈研究热点的演进时间线图谱
Fig.8  Evolution timeline of research hotspots on circle 
of everyday activiti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9 T-SNE共现分析图谱
Fig.9  T-SNE co-occurrence analysis map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0 关键词共词聚类图谱
Fig.10  Keyword co-word clustering map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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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中地区探讨建立县域强中心、区域多中心

的城乡统筹发展模式，进行生活圈的层级打

造[34]；广州市通过交通网络的优化提升，对所

辖10区2市及周边佛山市划定了一小时生活

圈[35]。2016年，在生活圈的研究对象明确为

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与居民之后，研究空间主

要围绕社区展开，但是我国的社区主要是由

计划经济时期单位大院模式沿袭下来的，需

要对社区概念和空间结构从人本和生活的角

度进行重构[36]。因此，当下的生活圈研究均是

以社区为研究的基本空间，围绕以人为本与

品质提升的核心理念，侧重于对公平性与效

率性的探讨。针对公共服务设施的覆盖程度，

对社区现有的公共服务设施进行评估，审视

设施与人口的匹配关系[37]；通过对公共服务

设施的可达性分析，对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

布局进行评价，找出布局缺口，从而提升社区

设施覆盖程度[38]。

4.2.3    研究背景与手段：城乡统筹、存量更新

与信息技术

如何解决城乡差异和二元化问题是近几

年我国的一个关键性议题[39]，国外尤其是日本

通过营造定居圈、生活圈，解决资源过密或过

疏与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取得良好成效。构

建生活圈被公认是解决城乡差异和二元化问

题的有效方法。因此，城乡统筹成为当下生活

圈研究的重要背景和视角，如研究村镇公共服

务设施协同共享配置方法，构建乡村协同共享

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分级体系和共享圈[40]。

从最早的乡村建设中引入生活圈，到通过生活

圈的营造调节乡村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再到以

生活圈为基础营造未来乡村社区，生活圈在城

乡统筹中发挥出重要作用。未来，乡村社区生

活圈的建设需要从生态、智能、交往等多个场

景功能去营造[41-42]。

毋庸置疑，存量更新是当前我国城乡建设

和生活圈构建的基本背景，生活圈也是存量更

新与社区更新的有效手段[43]，是实现社区“空

间治理”和“品质提升”的有力抓手。随着信

息技术的进步，信息技术成为生活圈研究的主

要方法，极大地提高了研究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例如，通过对居民时空行为数据的记录，利用技

术手段生成人迹行为地图，进而对社区公共服

务设施进行评估，对未来社区营造提出有效建

议[44]；运用数字化技术手段对社区公共服务设

施进行精细化、智能化、人本化管理，以提高社

区公共服务设施的服务水平和治理水平[45]。

5  结语

我国生活圈的研究与构建是一个不断更

新和蜕变的过程。2010年前后是我国城镇

化大发展时期，城市问题不断出现，生活圈的

研究成为热点，“以物为主”的“城市扩张”

被“以人为本”的“存量更新”所替代。利用

CiteSpace对2010—2022年间生活圈研究的有

效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发现研究关键词、研

究热点都从时间维度上表现出演进变化，生活

圈的研究也越来越精细化，取得较大发展，出

现很多研究成果。然而，仍有很多需要解决的

问题，如城镇社区生活圈与乡村社区生活圈配

置的“均等性”研究有待深入，社区生活圈构

建与社区治理水平同步提升的研究亟待深入。

当前是信息化与需求多元化的时代，未

来生活圈的研究与营造应把握以下3个要点。

一是研究的精准化，从生活圈的空间划定到人

群行为特征与需求的判断，再到公共服务设施

的配置，都应该力求科学、精准。二是人群的聚

焦化，根据社区居住人群的特征，进行聚焦化

研究，实现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有效性、针对

性与合理性。三是研究的时代化，顺应发展趋

势、满足时代需求，结合未来社区生活圈的营

造，进行生活圈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提升社区

生活圈的健康性与韧性[46]；结合时代发展，探

寻不同类型社区生活圈营造的差异化路径与

策略，探寻虚拟与现实相结合的社区生活圈营

造路径[47]。

许霖峰. 开放视角下中国居住区设计控制研究

[D]. 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2020.
XU Linfeng. Research on design control of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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